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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高年級學童對植物保育的認知及態度之調查研究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自然課上，老師為我們介紹台灣地處熱帶與亞熱帶交界處，四面環海，氣候溫和，雨量充沛 

，擁有各式各樣的自然棲地，孕育出豐富的野生物資源。其中維管束植物約有 4,200 種，例如：台

灣水青岡、台灣穗花杉、台灣油杉、南胡柳葉、青水源柏等等。 

         然而，現代全球化的影響有不同外來物種引進，例如：西洋蒲公英原產於歐洲、天人菊原產於

北美洲、豬草原產於北美洲、昭和草，因山區游擊戰需求自日本引入等。佔據了台灣原生植物的棲

息地，使原生植物不易生長，以至於被列為保育植物或滅絕。陳應欽（2019）提到地球上每五種植

物，就有一種面臨滅絕的危險。此外也有曾經有類似的新聞案例：頂新集團二董、三董魏應交、魏

應充兄弟，為了綠化祖厝「成美堂」，花費 1440 萬元購入 72 棵珍稀的台灣油杉栽種，被彰化地檢

署認定違反《文化資產保存法》。根據《文資法》第八十三條規定，自然紀念物禁止採摘、砍伐、

挖掘或以其他方式破壞，並應維護其生態環境。 

這些體現出植物保育的重要性，雖然現在已經有許多人開始意識到，可是諸如此類的行為仍會

發生，因此我們想在這次研究中，探討高年級，學生對植物保育的動機、行為，還有學生對植物保

育的感覺及看法。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高年級學生在植物保育的相關認知。 

（二）探討高年級學生在植物保育的相關反應。 

 
三、研究方法 

 
組員以文獻分析及問卷調查的方法來完成此次論文。透過閱讀相關期刊、書籍、網路資料等，

及對鳳林國小的高年級學生的問卷調查，經與組員們統整分析後，彙整出研究的內容，形成我們的

研究。 

 
四、研究流程 

 

 
 
 
 
 
 
 
 



國小高年級學童對植物保育的認知及態度之調查研究 

貳、正文 

 
一、什麼是植物保育？ 

 
（一）名詞解釋 

從《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中，廣義之植物，傳統上為百穀草木的總稱。其為生物之一

界，其細胞具有細胞壁，大部分內含葉綠素，可行光合作用，攝取光、水等無機物轉化成養分。植

物通常固定於一處，繁殖體可藉水、風、人等外力帶至各地繁殖。而現代分類學家將生物分為五界 

，故狹義之「植物界」僅含有許多細胞真核之水生藻類及陸生植物。而保育定義為天然資源的合理

運用，使其提供當代人類最大效益，同時也能保持生物多樣性。從國家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

暨辭書資訊網中「保育」定義為是指人類對生存環境的管理，以獲得現代人類最大永續的福祉，並

維持環境潛能去符合未來世代的需要及願望。綜合上述，故植物保育是人類基於對百穀草木，其中

包含許多細胞真核之水生藻類、及陸生植物，並對其生物多樣性與自然生態平衡之原則，對植物所

做的保護、復育、管理及合理利用之維持動植物生存之自然行為，讓在現代與未來人類與生態間都

可以都獲得最大平衡與永續發展目標。 

 
（二）我國植物保育的緣起 

我國在植物保育的上所做的努力與緣起，從政府各項類似的法規上可窺見一斑，以下所有法規

皆取自全國法規資料庫及行政院農委院林務局自然保育網中交互比對，所看到政府在植物保育的重

視，其中與植物保育相關之法規如下整理文獻。 

從最早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民國 21 年 09 月 15 日所公布之《森林法》，在民國 110 年 05 月 05 

日修正，期間也曾進行多次增刪修正，在最新的法條中，更寫到為保育森林資源，發揮森林公益及

經濟效用，並為保護具有保存價值之樹木及其生長環境，所以制定本法，第七章的罰則第 50 條竊取

森林主、副產物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六百萬元以下罰金。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發布《森林法施行細則》日期為民國 24 年 01 月 31 日，最新修正民國 95 年 03 月 01 

日，內容大致描述有關森林所有權及所有權以外之森林權利，更提到國有林，指屬於國家所有及國

家領域內無主之森林對其森林保育相關規定。期間 文化部在民國 71 年 05 月 26 日《文化資產保存

法》，民國 105 年 07 月 27 日為最新修正，，主要目的為保存及活用文化資產，並保障文化資產保

存普遍平等之參與權，充實國民精神生活，發揚多元文化，特制定本法，法條第七十八條寫到：自

然地景依其性質，區分為自然保留區、地質公園；自然紀念物包括珍貴稀有植物、礦物、特殊地形

及地質現象。文化部接著民國 73 年 02 月 22 日發布《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最新修正為民國 

111 年 01 月 28 日提到保護自然及生態遺留如動物、植物、岩石、土壤或古生物化石等與過去人類

所生存生態環境有關之遺物等皆須允以保存。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民國 78 年 06 月 23 日發布《野生動物保育法》，期間進行多次增刪修正至民

國 102 年 01 月 23 日為最新法條，其中訂定保育野生動植物，維護物種多樣性，與自然生態之平衡 

，維持動植物生存之自然環境，如有影響國內動植物棲息環境之虞者，得由主管機關逕為必要之處

置，禁止採集、砍伐植物等行為。隔年行政院農委會於民國 79 年 03 月 31 日更發布了《野生動物保

育法施行細則》，最新修正日期則是民國 107 年 07 月 13 日，其主要內容便是陳述、植物生育環境

可能產生之影響及預防措施，其第二十六條法則寫道：輸出國或再輸出國為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

際貿易公約會員國者，應檢附輸出國或再輸出國管理機關核發之符合該公約規定之出口許可證影本

等資料。 

以上這些法規，不僅是政府積極關注植物生態保育之議題，更提醒人民，要對環境進行保育、

復育及維護，切不可忽視植物保育、文化保存、生物多樣性與人的關聯性。 

  
（三）植物保育存在的目的 

植物是其自己的生命故事、表徵、文化及一個生命或孕育生命的存在。植物是大自然的恩賜，

傳統習俗中，植物不只是生活用品的材料來源，更是治病的良藥，不同族群對植物的應用有所不同

（陳昆翔，2021）。植物保育是為了讓人們對被破壞植物的原生環境和其生命所做的複育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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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種植物都有它的存在價值跟意義，有些更是當地的特色及文化傳承的特殊植物，植物更扮演著

製造氧氣，是人類的生活中不可卻缺的物質，同時由植物及樹木所組成的森林，更是動物的棲息地

及食物來源，正因如此，實踐植物保育，不僅是文化存續與食物鏈平衡之問題，更是有著維持生物

多樣性之不可抹滅因素。 

 
二、植物保育之原因分析 

 
（一）文化保存或傳承：植物形塑台灣文化不可或缺的元素，也在台灣歷史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潘富俊，2007）。從生活中看似不起眼的桂花、油桐花及艾草，都是客家傳統美食中很重要的材

料之一，它們不僅能成為藥材及入菜，還是相當能夠代表客家族群的植物，而且和客家人默默耕耘

的特性有著相似之處，客家人分散在台灣各地，此族群有自己的生活地區，有時植物的作用並不小 

，植物保育也是保存及延續各族的文化，也促進了各文化間交流，以及其祖先的智慧與巧思。民族

植物的知識流失太快，人們應該從已經存在並使用中的種類開始珍惜，只要展現行動主義精神去實

踐，台灣的環境多樣性高，本身就是一艘保育方舟（董景生，2021，轉引自黃育文）。 

 

（二）食物鏈平衡：張和明（2020）提到唯有愈多樣的綠色植物所建構的棲地環境，才能容納與維

持愈多樣的生物類群。在危險的大自然中，有著弱肉強食的食物鏈，就如禿鷹吃腐屍，螞蟻吞食昆

蟲遺骸等不勝枚舉的事情，在人類看來極其殘忍，但自然中的生物早已習以為常，食物鏈是表示物

種之間的食物組成關係，能維持自然的平衡，植物則擔任生產者的身分，再由初級消費者接收，之

後到次級、三級、四級消費者，要是沒有最初的植物，四級消費者也無法享用大餐，故在自然界，

植物也有著不可取代的重要性。 

 

（三）生物多樣性：王如涵（2012）提到生物多樣性的觀念，更逐漸擴大包含了基因、物種、生態

系三個層次的多樣性。「生物多樣性之父」的威爾森，在其著作《生物圈的未來》中提到，不論是

出於道德良知、美感或實際目的，保育生物的多樣性都是重要的，因為生態系中存在的物種愈多，

生態系就愈趨於穩定，生產量也愈豐富（威爾森，2018，轉引至王如涵，2012）。人想要生存，除

了要有水源，還要有食物，才得以存活動物自然也不例外，在動物界中，更有草食性的動物，主要

食物來源便是植物。臺灣植物紅皮書編輯委員會（2018）在《2017 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提

到目前台灣 4442種原生維管束植物中，已有 27種原生植物，證實消失於台灣野外棲地，包括烏來

杜鵑、龍潭莕菜等。 

         若所有植物消失了，那些仰賴他們生存的動植物，就可能無法從其獲取養分，而想要幫助動物 

、保護植物，其實可以從減少土壤的污染做起。許正一（2012）提到目前全世界運用植生復育處理

污染土壤較多的方式是「植生萃取法」與「植生穩定法，植生萃取法是利用植物能吸收高濃度污染

物而達到自土壤中已移除的目的。植生穩定法則是利用某些植物在土壤中能忍受高濃度的污染物，

但並不會將污染物傳輸至地上部，而是透過強大的根系與生長茂密的地上部，達到保護土壤的目的 

，避免污染物暴露在沒有植物覆蓋時，因為沖蝕、逕流與淋洗作用等擴及地下水等其他環境介質。 

植物、動物、環境及人之間息息相關，愛護植物也是為了增加生物多樣性，期待有朝一日能

看到台灣人對植物保育意識高及生物多樣性。 

 
三、植物保育在生活中之影響 

 
（一）案例： 

 
        現今全世界有近 600種植物徹底消失在地球上，如大西洋聖赫勒拿島特有種聖赫倫那橄欖，但

來自英國的植物學家路加達稱這個數字被嚴重低估，全球有成千上萬種植物卻只剩下單一性別，意

即許多植物可能在被發現前就已消失殆盡，令人大為驚嘆，人類就是傷害他們的元兇，沃倫特索瓦

在馬達加斯加尋找 Sartidia perrieri這種特有種植物時，卻發現在它應生長的地方，卻只見放牧牛隻 

、定期焚燒的農地及種植稻米的人們（黃思敏，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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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原住民的植物運用知識，例如魯凱族用植物編織其族群的頭飾，不僅攸關原住民文化傳承 

，也與當前的永續發展、生態、保育、水土保持等課題相息息相關。「民族植物的創意發展與契機 

」座談會上，與會者紛紛呼籲各界重視並加速對原住民族植物知識的調查與保存，讓先民的智慧能

夠繼續流傳下去（環境資訊中心，2015）。 

        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對自人類世開始以來受人類影響最大的植物物種進行準

確分類。在這個年代中，全球暖化、濫伐和工業化的其他負面結果，都是人類造成的問題。研究人

員分析了 8 萬 6592 種維管束植物物種的資料，包括它們是否是對人類具有經濟價值的農作物、需要

保護的瀕危物種，還是會被非法貿易的稀有物種。學者對植物現在與未來的生存狀況進行了分類，

結果發現人類活動將使更多植物物種滅絕，而不是幫助植物存續（國家地理，2022）。 

        如今能正確理解生物多樣性對我們的重要，只有 13.8%的民眾，可是已經有 989 種植物瀕臨滅

絕，林試所植物園組組長董景生也表示：「物種之所以會消失，就是環境出了問題。2019 年 1 月，

政府亦正式啟動「國家植物園方舟計畫，這個方案有著 4 年 55%的保種率，方舟計畫主要拯救物種

消失速度最快的植物，就如蘭花也是一例，估計約有 100多種，更可以把植物保育和地方民俗結合 

，讓更多人有效的認識它，植物也有許多用途：節慶、文學、宗教、飲食、醫療、民生、建材等，

好處多多，也更該重視（佐渡守 2019）。 

         綜合上述案例可見，人類活動造成植物生存環境受到破壞，並使其滅絕，而植物保育在生活當

中是扮演極具重要的議題，包含食、衣、住、行等各方面，且與人類的文化保存及傳承、生物多樣

性、食物鏈平衡重要因素相關。 

 
四、問卷調查 

 
（一）問卷對象及數量 

 
問卷調查對象以鳳林國小的高年級學生共有 63 位，問卷調查當天無人請假，總共發出了 63 張

問卷， 回收了 63 張，有效問卷 63 張張。 

 
（二）問卷設計 

 
研究組員經過閱讀相關文獻及網路上查詢的資料後，針對國小高年級學生設計問卷，本問卷共

有 12 題，7 題單選題以及 5 題複選題。 

 
（三）問卷統計結果 

 
1.年級 

本問卷受測對象，有 50.8%（32 人）是五年級學生，有 49.2%（31 人）是六年級學生。 

2.性別 

             本問卷受測對象，有  57.1%（37 人）是女學生，有 42.9%（28 人）是男學生。 

3.問卷調查統計結果 

        （1） 學生是否有聽過植物保育  

 

有 84.1%的人聽過植物保育，15.9%沒有聽過植

物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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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曾經與人談論植物保育  

 

與人談論植物保育 68.2%，31.7%沒有與人談論

植物保育。 

 
 
     （3）學生在學校聽到植物保育的場合  

 

學生在學校聽到植物保育的時段，上課有 69.8% 

，下課有 19%，中午吃飯或午休有 11.1%的人。 

 
 
   （4） 大多數聽到談論植物保育的性別  

 

聽到植物保育談論性別都一樣的有 76.2%，只有

聽到男生的有 17.5，聽到只有女生的有 6.3%。 

 
  
   （5） 對植物保育的認同  

 

認同植物保育的學生有 98.4%，1.6%的學生不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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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複選題:學生說植物保育的原因  

 

因為課業才說植物保育的

人有 73%的學生，而關注

議題的人則有 44.4％，同

儕影響的也有 20.6％，為

了引起關注的更有 27％之

多。 

 
 
     （7） 復選題: 學生聽過植物保育的來源  

 

在老師口中聽到的有 79.4

％的人，從較親近的同

學、家人的互動中，了解

植物保育的人，也是 79.4

％，瀏覽網路時，知道此

項研究主題的更有 65.1

％，從書面上得知的（報

紙 33.3％、書籍漫畫 31.7

％）共有 65％的人，觀看

節目和廣告才清楚的總共

有 96.9％的人。 

 
 
    （8）複選題:在學校說植物保育的時機  

 

在校期間會說植物保育的

時機，分別是在上課、下

課以及中午吃飯或午休，

占最多的便是上課，有著

68.3％的人，再來就是下課

時間，有 47.6％，佔比例

中最少的是中午吃飯或午

休。 

 
 
 
 
 
 
 
 
 
 
 



國小高年級學童對植物保育的認知及態度之調查研究 

     （9）複選題:你曾聽過哪些法規與植物保育相關  

 

覺得法規與植物保育相關

是森林法的有 69.8%，文化

資產保存法的有 58.7%，野

生動物保育法的有 60.3%。 

 
 
     （10） 複選題:植物保育的存在意義  

 

植物保育存在意義，認為

環境永續有 82.5％，生物

多樣性有 79.4％，文化保

存或傳承有 57.1％，食物

鏈平衡有 44.4％，水土保

持也有 76.2％。 

 

 
參、研究結論 

 
一、文獻分析結果 

 
從蒐集到的資料中分析出，我國政府在植物保育做了很多相關措施，包含訂定《森林法》、

《文化資產保存法》、《野生動物保育法》等法令及其細則如《森林法施行細則》、《野生動物保

育法施行細則》、《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 

植物保育存在的目的包含文化傳承、食物鏈平衡及生物多樣性三大主要原因。從案例分析可以

看出，這與我們所處人類生活環境相關。 

 
二、問卷訪問結果 

 
在學生是否有聽過植物保育當中有 84.1%的人聽過植物保育，15.9%沒有聽過植物保育，代表聽

過植物保育在學校內是普遍的現象，而沒有聽過的有可能是對這個話題覺得很無趣，所以沒有太多

印象，或著是在課堂中沒有認真聽講和教師提到其對人類生活的重要性。與人談論植物保育 68.2% 

，31.7%沒有與人談論植物保育。其中，與研究者當初預設答案有較大差異是有較多人「談論過談論

植物保育」，推測可能是上課時授課老師有帶領學生研究或討論過這個話題。 

         從調查發現談論植物保育的性別比例一樣有 76.2%，發現只有女生談論的百分率比較少，可以

觀察到男生談論到這個話題比較多，可能原因在於其學生較好的同學皆為男性，而比較少女生同學 

，故就比較少聽到女生談論此話題。對植物保育的認同中可以看到有 98.4%的同學認同那另外 1.6%

的同學不認同，不認同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沒有認知到植物保育的重要性及所帶來的影響。在第六題

學生說植物保育的原因及第七題聽過植物保育的來源，當中選擇較少的為同儕影響（20.6％）和書

籍（31.7％），原因可能是校園中此類相關議題書籍佔少數，及受同儕影響較少，在學校說植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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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時段最少人選擇的是中午吃飯或午休（28.6％），此時段是休息和用餐的時候，需要安靜及不

喧嘩，故造成此時較少人談論植物保育議題。 

        學生說植物保育議題通常是在課業上，有可能是因為絕大多數人都極其重視功課或重視教師指

派學習任務，會花時間去討論，所以才有 79.4％的學生。課程中較少提到法條方面，森林也包括植

物，而對於法規一無所知得學童來說，從字面上理解，《森林法》便是最好的選項，與研究者當初

預設答案有相符，但《野生動物法保育法》及《文化資產保存法》與研究者當初設想的答案應該為

較少，推測可能是學生從其他的管道得知兩條法規與植物保育相關或是植物也具文化保存或傳承，

所以憑藉僅有認知，進行推測。 

         植物保育存在的意義，自然課程中所學知識得知環境和植物息息相關，故其最恰當的答案之一 

，便是環境永續（82.5％）。，而食物鏈平衡等植物保育延伸問題，此項觀點可從第 10 題得知，高

年級的學生選擇只有食物鏈平衡（44.4％）及文化保存或傳承（57.1％），與研究者當初預設答案有

相符，推測可能是學生無法正確認知這兩項議題與植物保育的相關聯與對其認知不足。 

 

三、研究建議 

 
         在植物保育的研究中，可以發現學生對於植物保育的存在意義中的食物鏈平衡及文化保存或傳

承是填答較少的，建議學校可以多設計植物保育的課程，或著是相關宣導，讓學生能夠更加認識植

物保育存在的重要性與觸及的生活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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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小高年級學童對植物保育的認知及態度之調查研究問卷 
 

1.年級 

○五年級學生           ○六年級學生 

 
2.性別 

○男生                     ○女生 

 
3. 學生是否有聽過植物保育 

○常常      ○ 偶爾      ○從來沒有 

  
4. 曾經與人談論植物保育 

○常常      ○ 偶爾      ○從來沒有 

 
5.學生在學校聽到植物保育的場合  

○上課      ○ 下課      ○中午吃飯或午休 

 
6. 大多數聽到談論植物保育的性別  

○男生      ○ 女生      ○都一樣 

 
7. 對植物保育的認同  

○認同                     ○不認同 

 
8. 複選題:學生說植物保育的原因 

○課業      ○ 關注議題      ○同儕影響      ○ 引起關注         

 
9.復選題: 學生聽過植物保育的來源  

○老師      ○ 同學      ○家人親友      ○ 網路    

○報紙      ○ 廣告      ○電視節目      ○ 書籍漫畫   

 
10. 複選題:在學校說植物保育的時機  

○上課      ○ 下課      ○中午吃飯或午休 

 
11. 複選題:你曾聽過哪些法規與植物保育相關 

○森林法      ○ 文化資產保存法      ○野生動物保育法 

  
12.複選題:植物保育的存在意義 

○環境永續      ○ 生物多樣性      ○文化保存或傳承      ○ 食物鏈平衡  

○水土保持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填答 


